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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张道刚 [1] 首次提出“产城融合”以来，

这一学术及公共政策术语已经在我国发展了

10 余年。“产城融合”这一理念针对传统工

业园区产城分离的问题而提出 [2-3] ①，是在新

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形成的。产

业园区成为实现产城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

一方面通过培育新型产业链，维持地区产业

经济的持续发展活力；另一方面通过逐步完

善生活和生态设施，吸引高端人才，不断提

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4-5]。在产城融合示范

区建设等政策②的推动下，近年来的研究更

多关注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包括传统园区

由单一产业集聚区向综合功能区的转变 [6-7]，

以及产城融合视角下新建园区的规划设计 [8-9]。

然而，相关的实践和探讨主要集中在现状评

估、用地规划和设施布局等具体的技术问题

上，尚未形成产城融合的规划范式。本文以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为例，介绍了新加坡在产

业园区建设中倡导的综合规划方法。该方法

涵盖了目标体系建构、规划设计策略以及项

目建设实施三个层面，旨在将产业园区打造

成为产城融合的有效空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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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4 年以来，开发区和新城区的过度开发及其单一开发模式带来了产城不融合，特别表现为有产无城的园区孤岛或有城无产的城市孤岛。其中，

园区孤岛化问题尤为突出：虽然工业化实现了地区的原始积累，但是由于生活配套的落后难以吸引高技术企业和高端人才，无法支持产业的持

续升级，形成“重产业、轻城市”以及产业区与其他城市功能区脱节等问题。

② 自 2015 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陆续发布《关于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关于支持各地开展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的通知》，明
确了建设 58 个产城融合示范区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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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11 年“产城融合”这一理念提出以来，我国城市规划界对其持续保持关注。

在产城双转型的背景下，产业园区成为实现产城融合的重要空间载体。然而，相关的实

践和探讨主要集中在现状评估、用地规划和设施布局等具体的技术问题上，尚未形成关

于产城融合的规划范式。本文以纬壹科技城为例，介绍新加坡在产业园区建设中倡导的

综合规划方法及其对我国产城融合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的启示。自 21 世纪初以来，新加坡

工业地产开发管理部门裕廊工业局提出综合规划方法，该方法从目标体系建构，规划设

计策略以及项目建设实施三个层面，致力于建设融合“居住—工作—游憩—学习”等多

元功能的园区。纬壹科技城是在此方法指导下，成为新加坡走向产城融合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新时代知识经济发展的高地，以及一座融合生产、生活及生态功能的城中之城。

Abstract: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11, the concept of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has gained continuous 
attentions in the field of urban planning. In the context of dual transformations in industry and cities, 
industrial parks have become important spatial carriers for achieving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However, 
discussions and practic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specific technical issues such as current situation 
assessment, land use planning, and facility layout, without forming a planning paradigm. This paper 
takes One-North as an example to introduce Singapore’s “integrated planning approach” for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and its potent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a. Since the 21st century, JTC Corporation, Singapore’s industri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proposed the “integrated planning approach” which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ed parks with diverse functions of “live-work-play-learn” through target system 
construction, planning and design strategies, and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One-North, established 
in 2001, is a landmark project in Singapore’s journey towards industry-city integration guided by the 
approach. It has become a highl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nd a “city within a city” that integrates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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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新加坡工业地产开发管理部门裕廊

工业局（JTC Corporation，下称 JTC）①推出综合规划方法，

作为产业园区开发建设的指导理念，旨在建设融合 “居住—

工作—游憩—学习”等多重功能的园区。纬壹科技城作为始

建于 2001 年的标志性项目，是新加坡知识经济发展的高地，

也是一座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功能的“城中之城”。这

个案例代表了新加坡产业园区规划范式的转变，推动了园区

从生产制造单一产业功能的空间转变为综合城市活动的场

所。从纬壹科技城到如今建设中的裕廊创新区和榜鹅数码园

区，综合规划方法作为产业园区规划建设的核心理念不断传

承发展，服务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人才对工作生活环境水平

提升以及可持续发展等要求。本文首先介绍新加坡综合规划

方法的提出背景和内容框架，然后重点以纬壹科技城为例，

从目标体系制定、规划设计手段以及建设实施策略等方面介

绍综合规划方法的具体应用，最后总结案例所体现的规划原

则及其对我国产城融合园区建设的启示。

1  新加坡产业及产业园区发展

新加坡现代城市的建立始于 19 世纪国际贸易的发展。

由于地处东南亚的中心，且相邻的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重要交通枢纽，新加坡被称为“东方直布罗陀”。

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需求下，新加坡迅速发展为一个重

要的港口，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发达的交通、通信、行政和商

务服务中心。由于其战略性的区位以及国土规模的限制②，

新加坡坚持发展外向型经济，在不断变换的全球化经济中寻

找有利地位 [10-11]。自 1965 年至今，新加坡产业发展经历了

四个主要阶段：1965—1978 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

1979—1985 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1986—1998 年
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阶段；1998 至今的知识密集型产业
和创新主导发展阶段 [12-13]（图 1）。近年来，在保持制造业优

势的基础上，新加坡不断发展高科技产业与金融保险等生产

者服务业。截至 2022 年，新加坡的产业结构中，生产类产

业（包括制造业、建设以及公用设施等）占到了 25.4%，服

务类产业（包括批发贸易、金融保险、运输仓储、信息与通

信以及专业服务等）占到了 71.4%。

新加坡产业园区的开发紧紧伴随其工业化的发展，不断

推动着产城融合 [14-15]。始建于 1960 年代的裕廊工业区服务
于当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并通过周边裕廊新城的开发

融入居住、教育和休闲等城市功能 [16-17]。1980 年代以来，劳

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催生了科学园和商

务园。科学园位于今新加坡国立大学附近，在 20 多年间经
历数次范围扩张和空间升级，聚集了一批高新技术研发公司。

进入 1990 年代，裕廊和樟宜国际机场地区分别建立了商务

园，借助其产业集群和对外交通优势吸引跨国科技企业。不

同于传统制造业园区，科学园和商务园内部开始设置高质量

服务和生活设施，包括绿化景观、美食广场、咖啡馆、商店、

托儿所和游泳池等，以满足现代企业和人才需求。1990 年
代末期，新加坡经济和工业活动的格局进一步发生变化，首

要的挑战是增长引擎从依赖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行业转移到

需要技术人才的高科技行业。在新的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的

① JTC 成立于 1968 年，作为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下的法定委员会，负责制定实施工业用地政策，涵盖工业区规划、开发、

租赁、管理和基础设施提供等方面的职责。

② 新加坡国土面积 735.7 km2（2024 年 12 月），人口 604 万（2024 年 6 月）。

图 1  新加坡工业化发展阶段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13]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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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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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政策

产业发展成效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
亟须解决英军撤离后
的高失业率和住房短
缺等问题

地区竞争加剧，
贸易壁垒；低
收入陷阱 

全球化竞争加剧，经济
增长放缓

全球进入信息化时代，
ICT、金融和制造业发展

英国殖民政府统治，
建设新加坡为地区贸
易中转港

转口贸易

货物中转加工
（如石油、橡
胶、锡）

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 技术密集型产业 知识密集型，
创新引领产业

石油化工、晶片制造、
信息传播、产品设计、
供应链管理，销售支
持、新兴服务业

服装、纺织、
玩具、家具
电子部件

集成电路、计
算机、工业电
子设备、生产
者服务业

生物医学、信息产业、媒
体资讯、研究和教育、物
流、新型制造业

制造业2000计划产业重组计划，经济扩张
激励法

第二次产业重
组计划，三年
工资修正政策

全球企业计划（2003） 

地区的金融和贸易服
务中心，1997年GNP排
名世界第一

外资固定资产总额增加近
10倍，制造业增加值每年
提升约20% 

“亚洲四小龙”
之一，劳动力
素质极大提升

人均GDP全球第三位，
地区知识和创新中心

自由贸易港政策

东南亚地区最发达
的交通、通信、行
政和商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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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政府决定对传统的地方规划统一进行范式转变，综

合规划方法应运而生 [18]。

2  产业园区综合规划方法框架

综合规划方法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手段，通过创新的目标

体系建构、规划设计手法以及项目建设实施等各个环节有机

结合（图 2），将产业园区打造成为居住—工作—游憩—学

习相结合的多元城市功能中心。

2.1  目标体系
目标体系的制定是综合规划方法的出发点和关键所在。综

合规划方法的目标首先呼应市区重建局（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提出的战略规划愿景，旨在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一

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和游憩的卓越城市”。这一愿景涉及高品

质的生活、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以及可持续的环境，与我国近

年来倡导的“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理念相似。在

这一愿景下，综合性产业园区建设有以下主要目标：（1）为

产业升级提供有力的空间支持，推动新兴产业集群的形成。

新加坡产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是其外向型特征，随着世界经济

格局变化不断调整，产业需要保持高度的竞争力。在知识经

济时代，以创新、科技以及互联网为动力的产业对空间发展

提出了新的要求。相比于传统标准化的厂房和办公空间，如

今需要更加灵活、富有创意性的空间，以促进思想交流和碰

撞。（2）为人才提供多元化居住空间和高品质环境。新加坡

是一座移民城市，JTC同其他城市建设部门始终致力于为不

同人群提供适宜的居住空间，吸引全球高尖端人才。（3）承

担城市生态功能。新加坡可持续建设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是建

设覆盖整个城市的公园连接系统（park connector network）。产

业园区中的公园绿地也将作为该系统的有机组成，通过打造

园区绿地提升生产和生活空间品质，支持地方生态可持续 

发展。

2.2  规划设计
新加坡产城融合空间建设的核心是政府富有前瞻性、控

制性和灵活性的产业用地规划。自 1970 年代双重规划体系
建立后，产业用地规划已融入城市整体规划的框架。政府通

过战略性概念规划和实施性总体规划的协调制定产业空间开

发框架，实现产业用地供应的及时性、精准性和灵活性。概

念规划，也称战略规划，是新加坡长期的空间发展框架，引

导未来 40~50 年土地利用和重大项目建设。它结合政府产业

发展目标和方向，布局整体的产业空间框架，协调产业空间

与其他城市空间的关系。而总体规划是法定性的土地利用规

划，每 5 年进行一次修订，引导未来 10~15 年的发展。在总

体规划中，最重要的手段是区划，通过对工业用地分类，确

定规划区域内允许的主要用地类型、分布、开发规模以及强

度等。同时，还会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用地分

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和产业形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

里，工业用地区划经历了三次变革，不断走向精细化和灵活

化。现在，根据污染程度、产业类别、空间形式和混合利用

度等指标，工业用地被细化为 6 个小类，包括产业用地 1、
产业用地 2、产业用地 1—白地、产业用地 2—白地、商业

园区以及商业园区—白地①。

综合规划方法在产业园区层面主要体现在创新空间设

计。在 JTC 指导下，结合新的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旨在

打破传统单一、呆板的产业园区空间模式，营造富有趣味性、

促进合作交流、多元功能的空间环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政府引入了国际设计竞赛，吸引私人设计部门参与整体城市

空间、建筑遗产、景观绿地以及道路交通等方面的创新设计。

通过这种方式，政府不断挑战固有的设计理念，推动产业园

区建设向更具创意和灵活性的方向发展。这样的综合规划

方法使得园区设计与未来的产业需求相契合。同时，多元

化的功能设计也为居民提供了更好的生活品质，使得工作、

学习、休闲等元素相互融合，促进了园区内的交流合作和

创新。图 2   综合规划方法框架

高品质的生活

富有竞争力的经济 可持续的环境

规划设计 建设实施

· 双重规划体系
· 技术走廊
· 区划手段
· 创新设计

· 政府主导跨部门协作
· 公共私人部门的合作
· 赋予政府部门空间
· 挑战传统规划规范

· 城市：将新加坡建为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和游憩的卓越城市

· 园区：将产业园区建为“居住—工作—游憩—学习”中心

综合规划方法

目标体系

① 产业用地分类详见 https://www.ura.gov.sg/-/media/Corporate/Planning/Master-Plan/MP19writtenstatement.pdf。其中，“白地”区划类型是新加坡

土地利用规划中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举措，是推动土地灵活使用的有效工具，通过允许规划地块中引入商业、旅店、住宅、运动休闲以及其他的

兼容用途实现混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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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建设实施
有效的实施管理是确保综合园区规划目标实现的重要因

素。新加坡产业空间的塑造很大程度上由政府主导。在过去

半个世纪，由 JTC 为主导的政府部门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创

新的园区空间格局、建筑设计和管理形式，满足不断升级的

产业结构和人才需要，实现产城的良性互动 [19]。除了 JTC，

产城融合的园区建设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包括新加坡科学技

术局、经济发展局、陆路交通管理局、市区重建局、土地管

理局以及建屋发展局等。在 JTC 主导的前提下，通过构建创

新机制和平台，积极推进多部门的参与，确保园区生产、生

活、生态等功能同步完成并互为促进。在探索新型园区规划

的过程中，政策的灵活性至关重要。在这一原则下，政府赋

予相关机构在制定和实施规划上的灵活性，以适应新的产业

发展和人才引进的需要，确保规划愿景的实现。下文将以纬

壹科技城为例对综合规划方法进行具体阐释。

3  纬壹科技城案例分析

纬壹科技城是 JTC综合规划方法下首个产业园区开发项

目，也是至今为止最为成功的案例。该园区占地 200 hm2， 

距新加坡中央商务区仅约 10 分钟车程。原址主要是殖民时

期的英国军营旧址以及大面积闲置的国有用地。园区地理位

置优越，毗邻新加坡国立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新加坡

理工学院以及新加坡科学园等多家科研院所，可以充分借助

其科技人才和研发资源。园区所在的女皇镇（Queenstown）

拥有完善的公路和地铁网络，为园区带来了便利。女皇镇

还有大量成熟的公共和私人住宅区，为园区的员工提供了

丰富的住宿选择，进一步促进了园区的发展和人才吸引力

（图 3）。

3.1  目标体系：科技创新，多元融合
纬壹科技城项目提出于 1998 年，时值亚洲金融危机席

卷东南亚，新加坡作为贸易中心受到很大的冲击。同年 9 月
副总理陈庆炎博士宣布了在波那维斯达地区建立科学中心的

计划。随着开发概念的逐步具体化，“波那维斯达科学中心”

被更名为“纬壹科技城”①。这一更名反映了政府要开创一

个全新产业园区模式的愿望。园区在经济功能上着重发展生

物医学、信息通信和媒体、金融和商业服务三大新兴产业集

群，以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并保持新加坡在亚洲的领先发

展地位。在园区规划上，纬壹科技城将作为空间规划创新的

实验场，通过综合规划方法将高科技研发与教育机构、住宅

以及游憩等设施结合起来。这种规划将有助于促进企业家、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聚集、交流和互动，最终实现融居住—

工作—游憩—学习于一体的园区规划目标。

3.2  规划设计：自上而下，推陈出新

3.2.1  双重规划体系的指导铺垫

纬壹科技城的规划可以追溯到 1991 年概念规划。在推

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目标下，根据《国家技术计划》

（National Technology Plan），概念规划中提出了两条贯通新

加坡东西部的“技术走廊”（technology corridors）（图 4）。
走廊的目标是连接一系列的产业园区和居住新城，促进高科

技产业集群的形成，推动技术交流和创新，并与其他城市功

① “纬壹”指新加坡位于赤道以北 1 度的地理位置。

图 4  1991 年概念规划中的“技术走廊”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20]绘制

0 5 10 km

图 3  纬壹科技城区位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sciencepark.com.sg/en/about-us.html绘制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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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区实现互动。位于西南海岸的技术走廊横跨 26 km，涵盖

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科学园等重要区

域，连接文礼、裕廊、金文泰以及女皇镇等多个居住新城。

规划建议利用现有的科学园区和高校资源，形成一个有利于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区域，并为科技人才提供综合的工作、生

活和休闲环境。其中，波那维斯达片区被划定为区域次中心

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并于 1998 年正式提出了建设“科学中

心”（即纬壹科技城前身）的计划。

在概念规划的基础上，总体规划以法定规划的形式推

出了纬壹科技城土地利用规划（图 5）。规划采用混合性和

灵活性的原则，将园区的用地划分为商业园区、居住、商住、

教育、白地、公园、开放空间以及待详细规划的区域等多种

类型。其中，商业园区用地是园区的主要用地。该用地类型

是根据技术走廊的构想引入的，主要用于发展非污染性高科

技行业和商业，包括高科技、高增值和知识密集型活动，为

高技术园区建设进行预备。在“居住—工作—游憩—学习”

的综合园建设目标下，规划中布局了相应类型的用地 [21]。 

绿地呈带状分布在园区中央，通过串联整个园区，起到连

接不同功能区域、提升生活空间品质并推动生态可持续发

展的作用。居住区、商业区和商住区等用地多邻近绿地和

公共交通布局，以方便居民和工作人员的出行，同时创造

便利的商业环境。教育用地则分散布局在园区中，以满足

不同规模和需求的教育机构的发展。此外，还有一定比例

的待规划用地，用于预留未来阶段性的开发空间，以适应

园区的发展和变化。

规划中巧妙地运用了“白地”概念，引入商业、旅店、住

宅、运动休闲以及其他兼容用途，以实现混合开发的目标 [22]。 

在纬壹科技城的规划中，包含两种类型的白地：普通的白地

和商业园区—白地。其中，普通的白地主要分布在波那维斯

达地铁换乘站的周边，以充分发挥土地价值，为园区的商业

配套提供便利。特别是维斯达和罗切斯特片区的商业综合开

发都在白地地块上进行，通过融合创意办公、文化、餐饮以

及娱乐等多种功能，增强了纬壹科技城的创意形象和商业活

力。商业园区—白地主要分布在园区内部的纬壹地铁站周边，

结合了商业和办公功能。为了避免非产业功能过度发展，政

府对产业白地的开发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举例来说，对于纬

壹站东侧开发强度为 3.5W 的地块，总开发容积率为 3.5，白
地总量不得超过用地总量的 30%。通过白地的巧妙运用，纬

壹科技城实现了灵活多样的混合开发，充分挖掘了土地潜力，

为园区的商业和产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3.2.2  富有创意的设计 

为了鼓励创新，政府聘请了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作为

纬壹科技城总体设计的顾问。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扎哈团

队采用了以下四个策略来打造独特的园区 [23]。（1）混合用途：

园区有机地融合产业生态和城市生活，将多样化的居住、零

售和娱乐选择融入其中。（2）无缝连接：通过构建畅通高速

的信息、交通、人行以及商务网络，实现园区内部信息和人

之间的高度连接性，促进了交流和合作。（3）持续更新：园

区采用白地区划，实现不断的自我更新，以适应新的产业发

展环境和生活方式。（4）独特身份：通过开放空间系统建设、

建筑遗产保护再利用以及遗产树木的保留等手段，塑造独树

一帜的物质空间环境。扎哈总体设计方案重新定义了工业园

区空间，突破了传统的功能分区，通过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

和有机融入的绿化景观，创造丰富多样的城市空间。这一方

案被《a+u》杂志誉为“打造了新一代的融合商业、研究和

城市生活的产业园区模式……强化并融合了城市生活与研究

驱动型产业之间的协同作用”[24]。在总体设计指导下，纬壹

园区在绿地、交通和遗产建筑兼容再利用等方面体现了创意

设计与综合性园区构建的理念。

（1）绿地系统串联生产和生活功能
纬壹科技城规划了占地 16 hm2 的纬壹城公园（One-

North Park），成为创造产城融合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公
图 5  纬壹科技城用地规划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https://www.ura.gov.sg/maps/?service=mp&year=2008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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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呈线性形态贯穿整个园区，将不同的生产和生活组团串联

起来，起到提升生活空间品质和推动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用。经过跨部门协商，JTC 将公园开发权赋予了更具开发

经验的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纬壹城公园也成

为国家公园系统的一部分。公园的设计融合了场地的独特优

势，包括起伏的地形以及多样化的绿色植物，力求增添园区

景观的多样性，提供视觉上的独特性，推动片区生态系统建

构和栖息地改善。公园内 3个面积较大的绿地区域各具特色：

启奥城公园充分利用起伏的山丘绿地打造独特景观，设置了

登山步道、儿童游憩和成人运动设施；启汇城北公园精心设

计打造花园水塘，并挑选蝴蝶寄主植物，创建了一个蝴蝶园；

启汇城南公园设置了曲折的廊桥穿越浓密的热带雨林，种植

了马来亚野樱桃和香灰莉木等鸟类喜欢的树木，吸引了超过

15 种鸟类来此栖居。通过这样富有特色的公园设计，纬壹

园区创造了一个绿地系统，将生产和生活功能有机地结合在

一起，为居民和职员创造了宜人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2）交通体系增强内外部联系
纬壹科技城有效的交通规划支持了园区内多元功能之

间的联系，也便捷地将园区与外部环境相连接。首先，采用

公交导向开发（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

在园区内部设置轨道交通站点。纬壹园区共跨越两个地铁

站点，包括东西线和环线转换的波那维斯达站、环线线路

上的纬壹站（图 3）。纬壹发展集团成功说服地铁公司将纬

壹站设在园区中部的启汇城片区，虽然可能由于线路延长

会耗费更多的公共资源，但这样的方案极大便利了通勤者

直接进入纬壹科技城，促进了园区的综合功能开发。其次，

便捷的内部交通连接了多元功能。虽然 MVA 亚洲公司设计

了园区支线轻轨系统（Light Rail Transit system），但由于目

前人口密度不足、紧迫性较低，且财务可行性评估未通过，

该计划尚未实施。为了满足园区通勤者的需求，JTC 推出了

“纬壹穿梭巴士”连接园区各个组团。同时，园区应用开放

社区的理念，在平衡运营安全以及隐私需求的前提下，规

定每个地块都需要提供一定比例的公共通道，以促进社区

互动。例如：办公楼的底层均设置公共开放空间供行人通

过或休息，而且纬壹公寓成为新加坡首个开放式私人住宅

开发项目（图 6）。这样的设计增进了社区内部的联系，让

居民和工作人员更加便利地流动，创造了融洽的氛围和丰

富的社区生活。

（3）建筑再利用创造独特身份
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和再利用赋予了纬壹科技城独特的历

史色彩和身份。园区所在地曾是 1940 年代—1950 年代的英
国战略军事基地，保留了许多殖民风格的军营和生活区。其

中，罗切斯特公园和尼泊尔庄园被市区重建局认定为保护地

块，分别有 30 栋和 13 栋建筑被指定为保护建筑。此外，威

塞克斯庄园的黑白房屋和无电梯公寓被纳入 JTC 遗产保护计

划，而蜿蜒穿过园区的波斯陶林荫路也被认定为遗产道路。

为吸引创意阶层并激发其个人创造力，JTC 充分利用场地中

的建筑遗产打造富有特色的街区，营建开放性和多样性的邻

里空间环境。例如：威塞克斯庄园中的半独立式别墅和无电

梯公寓被改造成为人才公寓和餐饮设施；罗切斯特公园和尼

泊尔庄园部分别墅被改建为领导力培训中心、高档餐厅和酒

吧等。通过提供高品质的生产和生活空间，成功推动产城融

合，吸引了创意人才并激发了创新活力。

3.3  建设实施：多方合作，动态管理
纬壹科技城的成功离不开高效的政府引导和跨部门合作

以及灵活动态的管理政策。JTC 作为主要开发商负责制定、

协调和实施园区规划和发展政策。由于综合园区规划涉及生

产、生活、生态等多元城市功能，需要多部门的通力合作（图

7）。首先是国家科学技术局和经济发展局从产业结构升级出
发提出产业发展规划，明确目标企业和产业门类。其次，市

区重建局 、陆路交通管理局、国家公园管理局以及其他城市

建设机构共同参与园区的物质空间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为

确保不同政府机构之间的密切沟通，政府融合 10 余个部门
成立了指导委员会①，负责对不同部门的意见进行统筹并参

与决策。此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由知名建筑师以及私营部

门组成的资源咨询小组，推动国际公司与本地规划设计部门

的合作，为项目提供新的规划理念和及时有效的建议。在多

图 6  纬壹公寓底层公共广场

① 指导委员会涉及的公共部门包括新加坡贸工部、人力部、教育部、科学技术局、经济发展局、JTC、陆路交通管理局 、市区重建局、土地管理

局、资讯通信发展局、建屋发展局、旅游局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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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的合作中，应用“基于设计的开发指导”（design based 

development guidelines）工具，将规划概念转化为基于设计

的开发指南，作为开发人员和设计顾问的重要参考。这也为

私人开发商和专业人士的创造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推动监

管机构、设计专业人士与开发部门之间的有效合作 [23]。

其次，作为综合园区规划政策创新的试验场，纬壹科技

城在建设中不断通过动态城市管理挑战现有规划规范。副总

理陈博士曾强调，“要使纬壹科学中心取得成功，必须在充分

规划以确保整体质量和可靠性的同时，留出足够空间适应市

场不断发展的变化”①。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指导委员会作

为跨部门协调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帮助规划师挑战惯例、

突破界限并引入变革。在指导委员会的支持下，规划部门特

别是市区重建局和陆路交通管理局，在土地使用、道路规模

和类型以及建筑退线等方面都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发挥空

间。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非标准路段”（non-standard road 

sections）的应用。纬壹园区的道路系统不同于新加坡其他地

区，基于“设计拥堵”（designed congestion）②的概念，在某

些片区规划设置了 Y型交叉路口，目的是让汽车减速以创造

步行友好的环境。这种灵活而创新的城市管理方式使得纬壹

科技城能够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的挑

战，使其在产城融合方面保持领先地位，下文将加以详述。

3.4  产城融合的体现
纬壹科技城被誉为新加坡首个包容性城市工作中心街

区，建设了包括启奥城（Biopolis）、启汇城（Fusionopolis）、

媒体城（Mediapolis）、威塞克斯（Wessex）、纬壹城公园、科

技园起步谷（JTC LaunchPad）等多个片区，涵盖了居住、

工作、游憩、学习等多重功能（图 8）。在生产方面，园区

形成了启奥城（生物医学科学）、启汇城（金融和商业服务）

和媒体城（信息通信和媒体）三大产业集群，聚集了千余家

科技创新企业，总计约 5 万的工作人口，使其成为新加坡知

识经济的代表园区。在生活方面，园区规划了新的公寓并对

遗产住宅进行兼容性再利用，以满足不同人才的多样化居住

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 年开发完成的纬壹公寓紧
邻中央绿地和产业集群，共计 405 个居住单位，提供了便捷

的服务和设施。威塞克斯历史住宅区则包括 26 栋半独立式
住宅和 58 栋无电梯公寓，打造了独特的波西米亚风情居住

区。此外，园区内高品质的学校、餐饮、购物和文化设施不

仅服务于内部工作人口，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消费者。在生

态方面，园区中心的纬壹公园打造成为高质量的绿色公共空

间和生态走廊，极大地提升了园区的生产生活环境。通过产

城融合的策略，纬壹科技城在规划设计上实现了多重功能的

有机融合，将产业、居住、文化、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独

特且具有吸引力的城市工作中心，也为其他地区的产城融合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4  综合规划方法的经验借鉴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的案例体现了如何通过综合规划方法

打造产城融合的园区。综合规划方法成功应用的背后是整体

城市规划体系的支持、规划中控制性和灵活性的平衡、以及

① 该言论发表于 2001 年 12 月 4 日举行的“波那维斯达科学中心”总体规划展览的启动仪式上。
② 设计拥堵又称为拥堵管理，是指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过规划对交通拥堵进行管理。常见的方式有“交通平静化”（通过设置减速带、环岛、狭窄

车道和行人专用区等交通静化措施，减缓特定区域的车辆交通）和“拥堵收费”（司机在高峰时段进入城区某些拥堵区域时需要付费）。

图 7  纬壹科技城项目中跨部门合作示意图

国家科学技术局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oard 

经济发展局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市区重建局
Urban Redevelopment Authority

陆路交通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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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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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Advisory Panel

土地管理局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建屋发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裕廊集团
JTC Coporation

扎哈·哈迪德事务所
Zaha Hadid Architects

贸工部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国家公园管理局
National Parks Board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MVA 交通咨询公司
MVA Asia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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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纬壹科技城“居住—工作—游憩—学习”综合功能示意图

与时俱进的规划理念，这些原则在规划建设其他产城融合园

区中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

首先，规划先行，放眼长远，从城市整体规划视角推

动产城融合的园区建设。纬壹科技城的规划历经 10 余年，

城市双重规划体系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最早可追溯到 1991
年版概念规划中提出的技术走廊。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总

体目标下，概念规划首次提出波那维斯达科学中心的开发，

为日后纬壹科技城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技术走廊的规划不

仅直接促成了纬壹科技城的建设，也带动了近年来的榜鹅

数字街区和裕廊创新街区等产业园区的开发 [25]，促进了分

散就业与产城相融。在概念规划的基础上，总体规划进一

步通过引入商业园区和产业白地等新的用地类型，为产城

融合的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奠定了用地基础。同时，通过控

制各类用地的开发功能和强度，保证了综合产业园区规划

意象的实现。

其次，保持规划的灵活性以应对多变的市场环境。白地

的应用极大提升了产业用地开发的灵活性和产城互动的可能

性。一直以来，白地区划在新加坡中心区规划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26]，近年来被引入产业用地规划中。为了鼓励混合用

途开发并增强开发的灵活性，新加坡将白地融入了三类基本

产业用地中，形成产业用地 1—白地、产业用地 2—白地以

及商业园区用地—白地。这样的做法不仅保持了产业开发主

导功能，同时引入了办公、商业、服务型公寓和娱乐等辅助

功能。其布局允许开发商根据市场需求和外部条件的变化不

断调整土地使用类型，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以及适应

高技术人才对空间品质和职住平衡的需求。为了进一步适应

新的市场需求，新加坡在 2022 年的最新长期规划评估中进
一步提出了“超越工业空间”的理念。该理念允许产业白地

中有更大比例的非工业用途，如共享办公空间、零售和餐饮

空间、酒店和居住空间。这样的发展方式将更好地整合整个

产业价值链，开发更完备的配套设施，以支持后疫情时代下

新的需求。

最后，运用与时俱进的规划设计理念打造了产业园区的

竞争力和独特性。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在瞬息万变的世

界中，我们无法预测未来发展中的所有需求。随着新挑战的

出现，最好的计划将不断地被修改和更新”①。回顾过去 40
年间产业园区的变迁，可以看到从新加坡科学园开始融入生

活设施，到纬壹科技城强调多元居住和高品质游憩，再到新

一代的园区进一步弱化园区的概念，结合新城开发推动产学

研和生活的融合。JTC 通过不断创造工业园区规划设计新范

式，打造有别于其他地区工业区的特定形象，吸引全球工业

企业将新加坡视为首选投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塑造独特

的身份感也是增强园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在纬壹科技城中，

通过借助遗产建筑保护和再利用和公园绿地的打造，成功打

破了产业园区单一的形象，塑造了多元空间景观，赋予园区

与众不同的特色。

① 引自李显龙总理于 2008 年 6 月 6 日发表在 JTC 成立 40 周年纪念晚宴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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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思与启示

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面临实现高质量发展与推进

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对城乡规划编制提出了更

高要求。其中，新型工业化强调制造业的高端化、智能化与

绿色化发展，致力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体系的

构建；新型城镇化则更加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注

重提升城镇的可持续性、包容性与韧性。城乡融合发展、数

字化基础设施布局以及绿色低碳转型，成为本阶段的重要议

题。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产城融合城区与园区的转型升级，

如杭州未来科技城产城融合示范区、深圳光明科学城发展规

划、上海临港新片区空间优化规划、成都天府新区绿色低碳

产业园建设方案等项目。产城融合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从

最初的职住平衡演进为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功能复合型空

间整合，更加强调城市韧性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能力。结合新

加坡的规划经验以及我国当前的政策导向，本文针对我国

产城融合园区的规划建设提出以下建议。（1）目标层面。在

“十五五”时期“推进新型城镇化走深走实”以及“加快发

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下，应从国家、城市、区域和园

区多个层级，构建系统化的产城融合目标体系：一是围绕战

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结合地方产业基础，构

建协同创新网络，提升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二是立足

空间公平与民生需求，优化公共服务设施与住房、教育、医

疗等资源配置，增强对各类人才的吸引力与归属感；三是以

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引领，将绿色基础设施、零

碳园区、低影响开发等理念，融入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推

动园区与城市生态系统的一体化发展。（2）规划层面。强化

产城融合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与产业规划中的统

筹机制，推动“多规合一”的深化。针对长期存在的“产城

分离”问题，应加强各类规划之间的横向协调与纵向衔接，

明确园区与城市功能区的角色定位与空间逻辑。通过城市设

计手段，塑造具有识别度、包容性和创新力的产业空间，构

建宜人尺度的公共空间网络，实现高品质空间与产业生态的

双向赋能。（3）实施层面。建立多主体参与、多部门协同的

治理机制，确保产业、生活以及生态功能的融合落地。加强

园区管委会、国有平台公司与产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推

动“产城管”一体化的管理体制创新。结合数字化技术，构

建数据驱动的智慧规划实施平台，提升对园区空间资源配置

和发展趋势的动态监测与前瞻能力。同时，推动弹性空间机

制设计，积极回应后疫情时代和灵活用工趋势下，对办公、

居住、交通等空间的新需求。

注：文中未注明资料来源的图表均为作者绘制或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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